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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区别词与韩语冠形词构词法的对比  

                                                吴善子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摘要：汉语区别词和韩语冠形词是在各 自语言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词类范畴．本文讨论了汉语区别词  

            和韩语冠彤词在构词方面的特点，找出了它们在构词方面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  

            探讨．  

     关键词：区别词；冠形词；构词法：对比  

     中图分类号：tlI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64(2006)0I--00II--05  

      吕叔湘、饶长溶 (1981)最早提出了 非谓形容词 这…特殊的词类，几乎同时，朱德熙 (1982)  

 又多次论及到所谓的 区别词 。非谓形容词 与 区别词 二者名异实同，本文采用更为通行的 区  

别词 的说法。朱德熙 (1982)指出，“区别词是只能在名词或助词 的‘’前边出现的粘着词，它表示  

 的是一种分类标准”。  

     韩语冠形词的设立肇始于周时经(季人I召)写于1910年的 ‘国语文法>，该书首次将  “”设定为独  

立的词性，成为了韩语冠形词研究的起点．初期，学者们对冠形词所持的观点有所不同，当 冠形词  

这一术语正式进入教学语法体系后，被定义为 没有任何助词或词形变化，直接修饰体词的修饰语”，  

本文的冠形词也将在这一范围内进行讨论。  

     汉语区别词和韩语冠形词的语法功能基本一致 (崔奉春I989)。它们在分布、形式、构词法等方面  

的特征也相似。但汉语和韩语毕竟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当然会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一些差异。本文试图  

对汉语区别词和韩语冠形词在构词法方面进行对比，以期了解它们在构词法上的异同。文中的汉语区别  

词取自 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下称 词‘典详  

解))，韩语冠形词取 自 ‘国语大辞典>(暑           1993，下称 ‘国语))。  

     一 般来讲，汉语中词的构成类型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种，合成词一般有复合式、附加式、重叠  

式三种构词方式 (参见黄伯荣，廖序东 1991)。本文从汉语出发，从单纯词、合成词两个方面，对汉语  

区别词和韩语冠形词进行对比。  

     一 、 单纯式区别词与单纯式冠形词的对比  

     汉语区别词中单纯词极少。词‘典详解)共收区别词198条，其中单纯词仅有 “金，银，男，女 等  

4条，单纯词只占区别词总数的2％。  

       ‘国语)共收900条冠形词 (方言词和古朝鲜语词除外)，其中单纯词92条，单纯词占冠形词收词总  

数的10．3％。例如：Z}(各)，卫(故)，(贵)，已(近)，世，吾{同>，世(万  l满)，啦(延l，告(总1，

(现)，趔，宅咖{}，  

呗， ，璎，嗵， } ，吐  ，工，丑 等。  

     但是， g一^、        牟 (2000)指出，除 X ”类冠形词和表示具体数字的数冠形词之外，对 典型

的冠形词而言，仍然是单纯词占绝大多数。如果这样看，在汉语区别词和韩语冠形词中，单纯词所  

 占的比例相差是比较悬殊的。  



     刘叔新 (1990)指出，汉语中的单纯词与印欧语中的单纯词相比，数量确实不菲，但在现代汉语中  

 占优势的仍然是合成词。所以单纯式区别词比较少是不奇怪的。  

     韩语中汉字词以合成词居多，同有词以单纯词居多 (金基石 《朝汉语词汇对比》教学大纲--25)，  

而构成单纯式冠形词的又恰恰以固有词为主，所以冠形词中单纯词比例较高是理所当然的。  

     二、合成式区别词与合成式冠形词的对比  

     多数区别词和冠形词 (不限典型)由复合式或附加式构成，但这两种构词方式在区别词和冠形词中  

所占的比例以及各自的构成方式有所不同。  

     1．由复合法构成的区别词和冠形词  

     汉语拥有大量的复合式区别词。一般来讲，复合词的内部组合有联合、偏正、补充、动宾、主谓等  

五种关系类型，其中联合、偏正、动宾、主谓等四种类型在区别词中有所体现，唯补充型没有体现a例  

如：  

     联合型：古典 盟洗 光电黑自信托 (因相信而托付)  

     偏正型：半自动 鹅黄 平装 长篇 长途 精装 巨额 巨幅 深灰  

     动宾型：从业 定期 定向仿宋 适龄 临床 临界  

     主谓型：程控 国产 国营 军用 民办人工 私营  

       词‘典详解》收入的合成式区别词中，有13l条是由复合法构成的，占所收区别词总数的66．2％。  

 其中，由偏正关系构成的区别词为数最多，占半数以上  

     在韩国语中，由复合法构成的冠形词很少，而且组合类型也非常有限，只有以联合、偏正两种关系  

 组合的词，没有以动宾关系和主谓关系以及补充关系组合的复合词 而且复合式冠形词都是表示数量的  

 数冠形词，绝大多数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词结合而成的。例如：  

     联合型：        (九十) 1奠 (四五六)  H (四五) ]I (几百)                             (亿

万) 仝号 (五  

 六)           (七八) 琶}早 (一二)  

     偏正型只有 “暑 (零钱)芒．弓}(里  吾异)(种种)”两个词，‘国语》共收45条复合式冠形词，  

 仅占所收冠形词总数的5％。  

     可见，汉语的复合式区别词相对能产，在区别词中是构词能力最强的一类构词方式。而韩语中复合  

 式冠形词不仅数量少，而且组合类型也非常有限，能够进入这种构词法的语素在语义上要受到更强的限  

 制，对冠形词来说，复合法是一种构词能力较低的构词法。  

     李字明(I996)指出，区别词处于动词、形容词、名词三者的临接点上，所以可以相对灵便地从临  

 接词类中直接吸收自己的成员。袁明军 (2005)对 现‘代汉语词典》(2005)版调查，现‘汉》共收区别  

 词l88条，其中原生性的区别词仅有68个，其余l20个分别是通过其他词类的功能转移而成为区别词的。  

 另据周荐 (2004)对 《现代汉语词典》(1996版)近六万词条的统计，仅双音节复合词就有32346个，数  

 量已经超过 《现汉》收词总数的半数尚强。朴爱阳 (2000)也得到了近似的结论。足见复合式构词法在  

 汉语中的强势地位，汉语区别词以复合式为主要的构词方式是很正常的。  

     2．由附加法构成的区别词和冠形词  

     汉语区别词中不少是由附加式构成的。有大量的前缀和后缀 (包括类词缀)能够借以构成区别词，  

 由这 词缀和类词缀构成的区别词的数量较多。《词典详解》收入的区别词中，有63条足附加式的区别  

 词，占所收区别词总数的31．8％ 例如：  

A．1x式l：便携式 旧式 老式 立式 男式女式西式 中式  

     B．Ix型l：大型 巨型 新型 转型 外向型微型 小型 内向型重型  

     C．1x性l：硬性 慢性雄性 恶性 急性 良性 烈性  

     D．1X色l：彩色 单色 深色 有色  

     G．Jx号l：头号  

     H．1(数)Xl：五金 五彩  

     E．Ix等I：上等 中等 下等 特等 优等 头等 同等 初等 次等 高等 甲等 劣等  

     F．1X级l：中级 特级初级 甲级轻最级  

     I．I单、双、多xI：单轨 单面 单向双面 双重 多边  

     J．1有、无xl：有机有线有生无线无期 无轨 无机 无名 无烟  

      <国语》共收附加式冠形词752条。占整个冠形词的83．6％，其中 “x ”类冠形词有712条，占整  

个冠形词的79．1％，构词能力非常强。 x ”类冠形词除极个别情况外，X部分都由汉字词来充当，  

可对应于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区别词、数量词以及成语和短语等。 ‘国语》里还收入一  

例来自英语的冠形词 “O}罾芒  (Apollon的)”。除 “x ”之外，还有加后缀 “刃}型 、 “1芒}鲁(q)” 



 以及加词尾lx l、IX己l构成的谓词转性词 (黄文焕 2002)。这里的谓词转性词，是指谓词或谓词性  

短语加词尾 “”、“己”后，构成修饰体词并具有谓词性质的冠形词，如 “H}导”、“08型”、“昌耸”

分  

别是由形容词 “H}呈吁(直，正确)”、 “0¨0¨耕口(无辜)”、 “呈丛口 (可恶)”加限定词尾 (亓 互) 

 “”或“”构成的，但由于经常连用而凝固成词，现已感觉不到有词尾。 昭 ，召甘宁(2000)把这种构  

词法称作转性构词法，是韩语具有的特殊构词法。具体情况如下：  

     A．IX研 l：O1研  O1受 ]                _-1受 坍            硎      -9-  丑          

Ⅶ       L1  

 枷世o11．  

     B．X【甘 (q)】： q (甘 ) (十余，十多)，q甘  (十多)，咖宁甘鲁 (六十多)．  

     c．[x ]：a[名词]斗             (家庭的) 硎 (经济的) ^} (军事的)^}竭 (社会的)  

                  b[动词]对畸 (强迫的)7甘 (假想的) 哥 (开放的)雹                          (决

定的)  

                  cf形容词】丑       (孤立的)甘       (浪漫的)o}世 (野蛮的)寻世 (极端的)  

                  d【区别词】丑       (古典的  司 (大型的) j已} (一贯的) 世 (专门的)  

                  e[数量词】鬯斟 (一次的)O1对 (二次的)鬯                  (一元的)．  

                  f[副词]召甘 (经常的)寻              (根本的) 暑 (一律的)7H咀 (盖然的)  

                  g成【语]赵       号 (千篇一律的)．  

                  h 【短语】已^1世 (近视眼的)          唱 (反革命的)^1 ^1 (叙事诗的)对q曾增  

                                (自然发生的)墨诅鬯 (超现实的)  

                   If英语】o}吾邑 (Apol1on的)  

     D．IXL_l：呈呈 ，[1I呈 ，  [二}6}旨，  [二} ，[二}暑，廿}苣，仝 ， 鲁，呈昌，剐邑，  巴， 

               Ⅲl0}LJ，0J 列 ，0I ，列 ，0I ，盆巳}，OH ．  

     E．IX芑l：蚀       鲁，蚀 型，昌耸 ，         詈，呈     ，早 型，每人I髫．  

     汉语可以对临接词类 (指名词、形容词、动词)的成员稍加改造而变成区别词，如可较自由地加上  

词缀或类词级之类的语素 (如 “X色、x性、x型、x级、x等、x号、单x、双x”等等)来将其他  

词类改造成区别词 (李宇明I996)，所以汉语中存在着为数颇多的附加式区别词，对于区别词来说，附  

加法是相当能产的一种构词法。  

     韩语中以附加法构成的冠形词占到了80．3％，优势非常明显。据朴爱阳(2000)的统计得出的结论：  

  “汉语中派生词的数量比较少，复合词的数量就比较多；韩语中派生词的数量比较多，复合词的数量就 

比较少。一可见我们讨论的区别词和冠形词在各自语言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是符合两种语言词汇构成特性  

的。  

     尽管附加法构成的韩语冠形词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由该法构成的汉语区别词的比例，但我们也必须看  

到，汉语借以构成区别词的词缀或类词缀是非常丰富的；但韩语借以构成冠形词的词缀或词尾是非常有  

限的，前面已经说明，‘国语)中收附加式合成冠形词共749条，而仪以                               

为词缀的冠形词就高达7I2  

条，可见在韩语中只有 x  一个词缀是非常能产的冠形词缀，其他词缀或词尾的构词能力都相对较  

弱，而汉语不存在这种现象，区别词缀不但开放而且均衡能产。  

     3．由重叠法构成的区别词和冠形词  

      在 词‘典详解)中，没有收由重叠法构成的区别词，说明熏叠式区别词是不存在或是罕见的。  

      韩语中存在少量的以重叠方式构成的冠形词。其中汉字冠形词有崔宣(别

别)、                                 (前前)、5253(某  

某)、崔Ao崔别《_o1别)、牟牟(数数)等5条，固有冠形词有                      )I               望

望 01早O}罕  JbEl(JfT；I  

)})等6条，都表示量的增加或程度的加深，重叠式冠形词占所收冠形词总数的1．1％。  

      据周荐 (2004)统计， 现‘代汉语词典'(1996版)的近六万词条中，叠字构成的词汇单位或有叠  

字部分的词汇单位不过757个，可见汉语中重叠式构词法本身就是相对。低产”的构词法，所以重叠式  

区别词在 词‘典详解)中未见一例也并不奇怪 此外，李宇明 (1996)比较了区别词与形容词的差异，  

文中指出，形容词具有程度性，而区别词不具备明显的程度性，其程度性几乎等于零 笔者认为，程  

度性 弱是制约区别词不存在自身重叠构词方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因为区别词几乎不具备“程度性  

 的语义特征，同时也就没有表 量 的特征，所以就很难像其他形容词那样依靠重叠来表示 增量 概  



念了。尽管个别的区别词带有一定的程度意义，如上等、中等、下等等等，但是这类区别词的程度过于  

具体、明确．远不如性质形容词表程度之抽象，所以仍然不可能进行重叠构词。  

      重叠法在韩语中是构词能力极低的构词法，很少见到依靠重叠法构成的合成词。韩语冠形词中有少  

量的由重叠法构成的合成词，这是因为冠形词不受上述规律的制约，也符合韩语词汇构成特性．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对比，我们可以将汉语区别词与韩语冠形词构词法之问的关系总结如下表：  

                                                                  合        成       词  

               词  性               单 纯 词          复合 式           附加 式          重 叠 

式          总  计  

          区 别 词       数量           4                l3l             63           

0                      lLJ8 

                                                                                               

● 

                        百分比          2 I              66．2·％       31．8c。       0％  

         冠 形 词        数量           92               45              752           l

1                   900 

                        百分比           103％           S‘，           83．6··        1．1

‘·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汉语区别词和韩语冠形词的构词法的异同。汉语的区别词存在于前三种构词方式  

 中，并主要集中在复合和附加两种合成词中，从数量上看，三种构词法构成区别词的能力的强弱等级为：  

复合式>附加式>单纯词 (>”表示 “强于 )；韩语的冠形诃在四种构词方式中都存在，从数量上看，  

 四种构词方式构词能力的强弱等级为：附加式>单纯词>复合式>重叠式  

      韩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各自较为突出的特点。但由于历史原因，韩  

语的词汇与汉语的词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能够将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之间的各种关联一  

一 理清，必将会对语言接触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理论作出较大的贡献。本文试图透过 “区别词”与。冠形  

词 这两个视窗来观察汉韩两种语言的构词法在两类词当中的表现。得到了以上一些结论。诚然，还有  

很多问题不是本文能够解决的，仍需进～步的研究方能见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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